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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肖乔） 2 月 14 日，
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委官网获悉， 巫山·三峡
之光旅游景区、 巫山天路下庄景区达到
A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巫山·三峡之光景区位于长江与大宁河
交汇的两江四岸，主打情境夜游，是在保护
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障基础上开发的高颜
值、沉浸式“生态旅游”景区。景区通过光色、
明暗、层次、动静凸显巫山夜景体系，展现山

水江城魅力；通过科技技术，呈现启航入画、
巫山云雨、诗舞千年、宁江史话等场景，展现
三峡移民、神女文化和脱贫攻坚精神。 并依
托长江三峡、巫山神女、三峡红叶和巫文化、
巴楚文化、 移民文化等独特文化旅游元素，
打造了汉、唐、宋不同风格的 3 艘游船供游
客夜游。

天路下庄景区位于竹贤乡下庄村，距巫
山县城 65 公里。天路下庄景区环境优美，旅
游资源丰富。景区四周千岩竞秀、草木葱茏。

峭壁之下的传统民居黄墙黛瓦、 古朴迷人。
还有阡陌纵横的原生态田园、花果飘香的柑
橘园。 下庄天路景区是“下庄精神”的诞生
地。 景区根据天路修建真实事件，在天路绝
壁段设置“风餐露宿、践行先锋 1、践行先锋
2、断路重生、守望下庄”等五个景点。 此外，
景区还有下庄古道、愚公讲堂、下庄人事迹
陈列室、村史馆等，是沉浸式体验、学习和感
悟“下庄精神”的好去处。

巫山·三峡之光旅游景区、 巫山天路下

庄景区获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将进
一步提升巫山旅游名誉度、知名度，进一步
丰富巫山旅游业态，加快具有巫山辨识度的
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

截至目前，巫山共有 6 个国家级旅游景
区。 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巫峡·神女、文峰、巫山博物馆、
天路下庄和三峡之光为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

我县两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截至目前，巫山国家级旅游景区已达 6 个

本报记者 董存春
扩大内需是国家战略， 蕴含重大机遇、

政策红利。 政府工作报告“以扩大内需为战
略基点，持续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列入到
2023 年政府八项重点工作之中， 进一步表
明我县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注重供
给需求两端发力、消费投资双轮驱动，牢牢
把握发展主动权，在高质量追赶发展的征程
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022 年，历经 7 载风雨，郑渝高铁（巫
山段）建成通车，巫山机场航线增至 10 条，
巫大高速、早阳互通竣工通车；交通、水利等

56 个重点项目强力推进， 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17.51 亿元……每一个数据的背
后，凝结着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付出的艰
辛努力。

这一年，我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扎实落实稳定经济 6 方面 33 项措施， 滚动
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在建、前期“三张清单”，
实施促消费持续恢复若干专项政策，推动大
众消费、大宗消费、新兴消费，落实助企纾困
政策措施，经济大盘企稳向好，更好的满足
了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需要。
2023 年， 我县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扩大
内需，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
现稳中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
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将从“三个全力以赴”稳经济、促发展。
全力以赴稳投资。 围绕“两新一重”、城市更
新、民生补短板等领域，布局、开工和建成一
批项目。 健全项目梯次推进机制，做好政策
对接、策划包装，动态补充优质项目、剔除过
时项目。 强化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带动，强
化土地、用能等服务；全力以赴促销费。推进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培育建设商文旅体融合
发展试点城市。 改善消费条件，扩大农村消
费市场，发展大型批发、电商零售，发展“四
首”经济、共享经济、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
强化稳价保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
以赴育财税。 实施财源建设工程，积极涵养
税源，广泛引进财源，积极推进乡镇招商，加
强与央企、国企合作。加快资源转换，盘活水
资源、林木资源、矿山资源。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持续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谭瑜州
文／图） 人勤春来早，农田改造忙。 2 月

14 日，在庙宇镇白庙村，几台挖掘机开足
马力，正在进行农田整治开挖作业，地头

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
庙宇镇是我县产粮大镇，有“巫山粮

仓”之称。 近年来，我县牢固树立“把粮食
种在山下，把经果种在山上”的理念，坚持
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土特产”经济，
把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作为全面落实粮
食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抓手。
自去年 12 月开始， 对庙宇镇万亩水田按
照小改大、坡改梯、短改长的要求，实施提
质改造。

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和施工人员
有序地在田间忙碌着：表土剥离、放线筑
坎、夯实等。“庙宇镇 2022 年高标准农田
改造提升示范建设项目，将建成万亩以上

‘能排能灌、宜机宜耕、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高标准农田。”巫山县农业综合开发
中心主任何俊说。为不误农时，春节过后，
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便及时组织多班人
马奔赴庙宇、官阳、平河、铜鼓、两坪、大昌
等乡镇，全面进行施工作业。 庙宇镇的万
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建设项目，现
已完成提质改造 4900 余亩， 剩余的将于
3 月底全部完成， 即可投入大春粮食生
产。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 29.16 万亩，其中，2022 年以来，完成高
标准农田建设 8.2 万亩， 完成提质改造
5.5 万亩， 为今年的粮食增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

全县已完成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 5.5万亩

挖掘机开展表土剥离。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卢先庆 实
习记者 刘东箭） 雪亮的灯光、 舒适的工
作环境，工人们熟练地操作……2 月 14 日，
记者走进县工贸园区，看到园区各企业已陆

续开工复产，车间里、产线上一片忙碌，园区
复工初现繁荣景象。

在重庆晨龙精密计时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分布在各条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有条不

紊、动作娴熟。 晨龙公司生产二部负责人袁
绪环告诉记者，自 1 月 30 日复工以来，生产
线上每天在岗的工人就达到 500 余人，更可
喜的是，相较去年同期，公司还新增了 100
多名员工。

来自山东的陈庆华现在是一名巫山媳
妇，今年春节后，她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园
区内的多个生产企业正在广泛招聘熟练工。
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 既方便照顾家人，又
能凭自己的劳动挣钱增收，这让第一次回巫
山工作的陈庆华感到欣慰。 她告诉记者，去
年受疫情影响，在外务工很难，所以她觉得
选择在自家的地方工作会好一点。这样一是
方便自己带小孩，二是工作方式自由，干得
多、得得多，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

同是外地媳妇的张娥，已回到巫山工作
6 年。 老家在安徽的她是重庆百世得服饰有
限公司的平车工人。

张娥告诉记者，过去她在浙江绍兴的一
家工厂工作，虽然薪资待遇可观，但常年不
能照顾老人和小孩，这让在外辛勤奔波的她
感到焦虑。 通过工贸园区公示栏的招聘信
息， 张娥在家门口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
作，这一干就是六年。

“女儿刚上初中我就和丈夫回到巫山。
现在女儿读高三，小儿子也上小学了。 我们
以前在外地上班是 12 个小时两班倒， 很辛
苦。回巫山后，工作时间不超过 9 个小时，刚
好我们住在这里， 中午还能回家给孩子煮
饭，工资也还算不错。 ”她说。

近年来， 县工贸园区管委会多措并举，
扎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等问题。 通过
运用新媒体在线上开展直播带岗招聘活动、
发布招聘信息等方式，结合线下的传统招聘
渠道，向园区内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
血液。目前，园区内的 28 家生产企业共有稳
定务工人员 1700 余人。不仅于此，园区管委
会还通过简化优化政务流程等方式，提升企
业落地投产速率；通过建成使用占地 3.1 万
平方米的员工宿舍、食堂等服务用房，加大
后勤保障力度，用力、用心、用情为在园企业
提供用地、用工、用能服务。

“截至目前，园区 90%以上的企业已复
工复产。 ”县工贸园区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承宇称，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扩大招商引
资力度，全年预计招商引资约 30 亿元，可向
社会面提供 5000 余个就业岗位。

春暖燕归巢 返乡就业成为新风尚

图为工人们在车间工作。 记者 卢先庆 摄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曾露） “今天是第 3 天
了，每天有 100 元左右的收入……”2 月 15 日，在官渡
镇三堰村，78 岁的村民魏明刚与二三十名村民正在柑
橘果园进行春管。

魏明刚是邻村双月村的人，子女在外务工，家中只
留下老人和孩子。 如今他没想到，70 多岁了，还能在果
园就近务工，一季春管，能挣上 2000 元左右。

与他一样， 三堰村村民王大金不仅常年在果园务
工，还将土地入股果园，坐等柑橘丰收后分红。在王大金
眼里，他的几亩撂荒地，现在成了“香饽饽”：有了产业，
还有了就业———他每年仅凭在果园务工，就能增加收入
四五千元。

据了解，2020 年底，三堰村采取“村集体经济 + 村
民土地入股 + 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将该村常年撂荒的
500 多亩山地流转过来，种上了“龙回红”柑橘。 目前，树
苗已经长成了近 1 米的果树，开始挂果。

“进入盛产期后，每年产值可达 300 多万元。 ”三堰
村党支部书记王正誓告诉记者，果园吸纳了 106 户村民
入股，有效益后每年可分红 30%。此外，每年还要进行春
管、冬管、除草、施肥等管护工作，常年需要 1000 人次以
上的务工人员。

“劳动强度不大，用工方向主要针对农村老人和妇
女，解决他们务工难和增收难问题，让他们就近也能挣
钱。 ”王正誓说。

（上接第一版）
毛相林告诉记者，因为他们这里划为生

态保护区了，现在村里正在搞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 全村 107 户的污水将进行整体排出，
预计今年 5 月可全面完工。

1997 年， 担任下庄村支书的毛相林和
村民历经 7 年时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天
路”，之后，又历经 10 多年时间探索培育出

“三色”经济，带领村民走上小康路，毛相林
也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今
年，毛相林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这段
时间，他忙着走访调研，收集基层群众的意
见、想法，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不断修改完
善自己的建议。

“我们计划设置两个猴粮投放点，正在
一步一步的落实。 你的损失确实大，但也不

要着急，慢慢来给你们解决……”在下庄村
柑橘园里，针对村民郭顺平反映柑橘被猴子
偷吃的问题，毛相林正耐心地向他解释着。

柑橘是下庄很多村民的收入来源之一。
近年来，下庄村打造标准化果园、修建面条
加工厂、发展红色旅游……下庄的产业发展
已初具规模，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 毛相
林说，作为一名基层代表，乡村振兴和民生

发展， 是他关注的重点，“今年的全国两会，
我将围绕居民医保的缴费和报销； 生态保
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提建议；再就
是要争取政策支持，促进我们三峡库区全面
振兴。 ”

全国人大代表毛相林：积极履职尽责 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谭瑜州 文 / 图） 近
日，记者走进铜鼓镇水流村 3 社，只见挖掘机或在开挖
田土，或在将一块块小田变成大田，忙碌地开展着高标
准农田整治。 机器“隆隆”的马达声，让初春的村庄充满
了生机。

“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的粮油基地，现正在
实施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为打造‘屯上贡米’‘屯上菜
籽油’打基础。 ”村支部书记曾宜军向记者介绍着。

铜鼓镇水流村东与鲍田村连界，南至官渡白马村接
壤，北与鲍田村相连，西与铜鼓村毗邻。 下辖 6 个社，幅
圆面积 7.6 平方公里， 有水田面积 860 亩， 旱田 2573
亩。

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时期，铜鼓镇的竹园、水流等
地就开始种植水稻。因其大米品质优良，到了清朝，被封
为贡米，百姓也自发地扩大种植面积，逐步呈现了“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局面。 所以，屯上大米
具有“昔日帝王膳，今日百姓餐”的美誉。

近年来，水流村在铜鼓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因地
制宜，充分利用本地土地肥沃，日照时间长等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粮油，打造“屯上”品牌。试种新品稻谷 6 种，种
植面积 120 亩。通过对比新品（油丝）大米口感优于原有
大米品质。今年扩种 200 亩，自 1 月开始，实施高标准农
田整治 350 余亩，通过整治后，能有效推动土地机械化
和规模化种植及降低种植成本。

同时，该村紧紧围绕“精品粮油、特色水果”的产业
定位，打造特色蓝莓休闲采摘园 120 亩。 采摘时间每年
5 月中旬至 7 月底，带动就地就业人口 30 人。 特色脆李
种植 1000 亩。成立粮油专业合作社 1 个、水流村集体经
济联合社 1 个，建成粮油产品物流仓储用房 500 平方米
现已完工。

曾宜军表示，水流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将着
力打造铜鼓粮油生产示范基地，并采取村联合社入股到
镇级综合服务社的模式，推进全镇粮油生产发展，按照
镇级服务社 10%，村级联合社 18%的分红模式，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配合全镇打造“屯上贡米”“屯上菜籽油”等
特色品牌。

官渡：产业促就业 村民乐增收

水流村：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打造特色品牌

充满生机的水流村貌。

村民在三堰村柑橘果园务工。 记者 卢先庆 摄


